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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石头记》序 戚蓼生 吾闻绛树两歌，一声在喉，一声在鼻；黄华二牍，左腕能楷，右腕能草。
神乎技矣!吾未之见也。
今则两歌而不分乎喉鼻，二牍而无区乎左右，一声也而两歌，一手也而二牍，此万万所不能有之事，
不可得之奇，而竟得之《石头记》一书。
嘻!异矣。
夫敷华拔藻，立意遣词，无一落前人窠臼，此固有目共赏，姑不具论。
第观其蕴于心而抒于手也，注彼而写此，目送而手挥，似谲而正，似则而淫，如《春秋》之有微词，
史家之多曲笔。
① 试一一读而绎之：写闺房则极其雍肃也，而艳冶已满纸矣；状阀阅则极其丰整也，而式微已盈睫矣
；写宝玉之淫而痴也，而多情善悟，不减历下琅琊；写黛玉之妒而尖也，而笃爱深怜，不啻桑娥石女
。
他如摹绘玉钗金屋，刻画芗泽罗襦，靡靡焉几令读者心荡神怡矣，而欲求其一字一句之粗鄙猥亵，不
可得也。
盖声止一声，手止一手，而淫佚贞静，悲戚欢愉，不啻双管之齐下也。
噫!异矣。
其殆稗官野史中之盲左、腐迁乎? 然吾谓作者有两意，读者当具一心。
譬之绘事，石有三面，佳处不过一峰；路看两蹊，幽处不逾一树。
必得是意，以读是书，乃能得作者微旨。
如捉水月，只挹清辉；如雨天花，但闻香气。
庶得此书弦外音乎? 乃或者以未窥全豹为恨，不知盛衰本是回环，万缘无非幻泡。
作者慧眼婆心，正不必再作转语，而万千领悟，便具无数慈航矣。
彼沾沾焉刻楮叶以求之者，其与开卷而寤者几希!② 德清戚蓼生晓堂氏 [注释] ①上述两段文字，《红
楼解梦》作者已将其翻译成现代汉语，载于《红楼解梦》第一集第37页，供读者参考。
②上述三段文字，《红楼解梦》作者将其作了阐释，载于《红楼解梦》第三集(下)第609～611页．供
读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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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曹雪芹留给后人的《石头记》仅八十回，但带有脂砚斋批语。
这部书看似不完整，实际上在前八十回中已交待了八十回后的主要情节和结局，已形成完整的故事。
《石头记》与其他作品不同的是：后面的故事内容，作者只馏下一些线索、隐词、批语，让读者自己
去思考并完成。
由于《石头记》的这一特点，便出现了两种现象： 第一种是续书现象：现存流行的百二十回《红楼梦
》中的后四十回，即是后人补缀的，原误认为是出刍高鹗之手，其实高鹗是补订者，非续书者，到现
在为止，续书人还无从考证，乃是无名氏。
除这种版本外，后来也还出现过其他续书。
    第二种是探佚现象：由于现有续书，尤其是高鹗所补订的那种，流传极广，但并不符合曹雪芹本意
，于是研究者便纷纷探索《石头记》八十回之后的结构、情节和结局，逐渐形成一种“深佚学”。
存这方面，俞平伯、周汝昌、梁归智、王国华等都作出过不少努力。
    对于这种现象如何看呢?续书是不必要的。
作者既然已经砍去了八十回后的部分，他人再去狗尾续貂，实在是费力不讨好的事，尤其是这样做违
背了作者的原意。
但探佚却应当提倡，有佚当然就该探。
八十回本《石头记》包含着正反两面：其正面，看似半部。
实则已是完整的小说；背面隐写着一段真实的历史。
如何看到背面隐史，这是“索”的任务；如何了船八十回后的小说，则需要去“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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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曹雪芹，小说家。
名霑，字梦阮，号芹圃、芹溪等。
著有《红楼梦》（前80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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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校勘说明《石头记》序第一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第二回  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
子兴演说荣国府 第三回  托内兄如海酬训教  接外孙贾母惜孤女 第四回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芦僧乱判
葫芦案 第五回  游幻境指迷十二钗  饮仙醪曲演红楼梦 第六回  贾宝玉初试云雨情  刘姥姥一进荣国府 第
七回  送宫花贾琏戏熙凤  宴宁府宝玉会秦钟 第八回  比通灵金莺微露意  探宝钗黛玉半含酸 第九回  恋
风流情友入家塾  起嫌疑顽童闹学堂 第十回  金寡妇贪利权受辱  张太医论病细穷源 第十一回  庆寿辰宁
府排家宴  见熙凤贾瑞起淫心 第十二回  王熙凤毒设相思局  贾天祥正照风月鉴 第十三回  秦可卿死封龙
禁尉  王熙凤协理宁国府 第十四回  林如海捐馆扬州城  贾宝玉路谒北静王 第十五回  王凤姐弄权铁槛寺 
秦鲸卿得趣馒头庵 第十六回  贾元春才选凤藻宫  秦鲸卿夭逝黄泉路 第十七回  大观园试才题封额  荣国
府归省庆元宵 第十八回  皇恩重元妃省父母  天伦乐宝玉呈才藻 第十九回  情切切良宵花解语  意绵绵静
日玉生香 第二十回  王熙凤正言弹妒意  林黛玉俏语谑娇音 第二十一回  贤袭人娇嗔箴宝玉  俏平儿软语
救贾琏 第二十二回  听曲文宝玉悟禅机  制灯谜贾政悲谶语 第二十三回  西厢记妙词通戏语  牡丹亭艳曲
警芳心 第二十四回  醉金刚轻财尚义侠  痴女儿遗帕惹相思 第二十五回  魇魔法叔嫂逢五鬼  红楼梦通灵
遇双真 第二十六回  蜂腰桥设言传密意  潇湘馆春困发幽情 第二十七回  滴翠亭杨妃戏彩蝶  埋香冢飞燕
泣残红 第二十八回  蒋玉菡情赠茜香罗  薛宝钗羞笼红麝串 第二十九回  享福人福深还祷福  痴情女情重
愈斟情 第三十回  宝钗借扇机带双敲  龄官划蔷痴及局外 第三十一回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首
双星 第三十二回  诉肺腑心迷活宝玉  含耻辱情烈死金钏 第三十三回  手足耽耽小动唇舌  不肖种种大承
笞挞 第三十四回  情中情因情感妹妹  错里错以错劝哥哥 第三十五回  白玉钏亲尝莲叶羹  黄金莺巧结梅
花络 第三十六回  绣鸳鸯梦兆绛芸轩  识分定情悟梨香院 第三十七回  秋爽斋偶结海棠社  蘅芜苑夜拟菊
花题 第三十八回  林潇湘魁夺菊花诗  薛蘅芜讽和螃蟹咏 第三十九回  村姥姥是信口开河  情哥哥偏寻根
究底 第四十回  史太君两宴大观园  金鸳鸯三宣牙牌令 第四十一回  贾宝玉品茶栊翠庵  刘姥姥醉卧怡红
院 第四十二回  蘅芜君兰言解疑癖  潇湘子雅谑补馀香 第四十三回  闲取乐偶攒金庆寿  不了情暂撮土为
香 第四十四回  变生不测凤姐泼醋  喜出望外平儿理妆 第四十五回  金兰契互剖金兰语  风雨夕闷制风雨
词 第四十六回  尴尬人难免尴尬事  鸳鸯女誓绝鸳鸯偶 第四十七回  呆霸王调情遭苦打  冷郎君惧祸走他
乡 第四十八回  滥情人情误思游艺  慕雅女雅集苦吟诗 第四十九回  琉璃世界白雪红梅  脂粉香娃割腥啖
膻 第五十回  芦雪庵争联即景诗  暖香坞雅制春灯谜 第五十一回  薛小妹新编怀古诗  胡庸医乱用虎狼药 
第五十二回  俏平儿情掩虾须镯  勇晴雯病补雀金裘 第五十三回  宁国府除夕祭宗祠  荣国府元宵开夜宴 
第五十四回  史太君破陈腐旧套  王熙凤效戏彩班衣 第五十五回  辱亲女愚妾争闲气  欺幼主刁奴蓄险心 
第五十六回  敏探春兴利除宿弊  识宝钗小惠全大体 第五十七回  慧紫鹃情辞试忙玉  慈姨妈爱语慰痴颦 
第五十八回  杏子阴假凤泣虚凰  茜纱窗真情揆痴理 第五十九回  柳叶渚边嗔莺咤燕  绛芸轩里召将飞符 
第六十回  茉莉粉替去蔷薇硝  玫瑰露引来茯苓霜 第六十一回  投鼠忌器宝玉瞒赃  判冤决狱平儿行权 第
六十二回  憨湘云醉眠芍药茵  呆香菱情解石榴裙 第六十三回  寿怡红群芳开夜宴  死金丹独艳理亲丧 第
六十四回  幽淑女悲题五美吟  浪荡子情遗九龙佩 第六十五回  贾二舍偷娶尤二姨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 第
六十六回  情小妹耻情归地府  冷二郎一冷入空门 第六十七回  见土仪颦卿思故里  闻秘事凤姐讯家童 第
六十八回  苦尤娘赚入大观园  酸凤姐大闹宁国府 第六十九回  弄小巧用借剑杀人  觉大限吞生金自逝 第
七十回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云偶填柳絮词 第七十一回  嫌隙人有心生嫌隙  鸳鸯女无意遇鸳鸯 第七
十二回  王熙凤恃强羞说病  来旺妇倚势霸成亲 第七十三回  痴丫头误拾绣春囊  懦小姐不问累金凤 第七
十四回  惑奸谗抄检大观园  矢孤介社绝宁国府 第七十五回  开夜宴异兆发悲音  赏中秋新词得佳谶 第七
十六回  凸碧堂品笛感凄清  凹晶馆联诗悲寂寞 第七十七回  俏丫鬟抱屈夭风流  美优伶斩情归水月 第七
十八回  老学士闲征危画词  痴公子杜撰芙蓉诔 第七十九回  薛文龙悔娶河东狮  贾迎春误嫁中山狼 第八
十回  懦弱迎春肠回九曲 娇怯香菱病入膏肓 附件一 对《石头记》八十回后情节和结局的探讨附件二 《
石头记》小说背后的隐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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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首双星    【回前】撕扇子，是以不知情之物，供娇嗔不知情时之人
一笑．所谓“情不情”。
    金玉姻缘已定。
又写一金麒麟，是间色法也。
何颦儿为其所惑?故颦儿谓“情情”。
    话说袭人见了自己吐的鲜血在地，也就冷了半截，想着往日常听人说：“少年吐血，年月不保，纵
然命长，总是废人了。
”想起此言，不觉将素日想着后来争荣夸耀之心尽皆灰了，眼中不觉滴下泪来。
宝玉见他哭了，也不觉心酸起来，因问道：“你心里觉的怎么样?”袭人勉强笑道：“好好的，觉怎么
呢?”宝玉的意思，即刻便要叫人烫黄酒，要山羊血黎洞丸来。
袭人拉了他的手，笑道：“你[一]这一闹不打紧，闹起[二]多少人来，倒抱怨我轻狂。
分明人不知道，倒闹的人知道了，你也不好，我也不好。
正经明儿你打发小子，问问王太医去，弄点子药吃吃就好了。
人不知鬼不觉的可不好么?”宝玉听了有理，也只得罢了，向案上斟了茶来，给袭人漱了口。
袭人知宝玉心内是不安稳的，待要不叫他伏侍，他又必不依；二则定要惊动别[三]人，不如由他去罢
，因此只在榻上由宝玉去伏侍。
一交五更，宝玉也顾不的梳洗，忙穿衣出来，将王济仁叫来，亲自确问。
王济仁问其原故，是伤损，便说了个丸药的名字，怎么服，怎么敷。
宝玉记了，回园依方调治，不在话下。
    这日正是端阳佳节，蒲艾簪门，虎符系背。
午间，王夫人治了酒席，请薛家母女等赏午。
宝玉见宝钗淡淡的，也不和他说话，自知是昨儿的原故。
王夫人见宝玉没精打采，也只当是金钏儿昨日之事，他没好意思的，越发不理他。
黛玉见宝玉懒懒的，只当是他因为得罪了宝钗的原故，心中不悦，形容也就懒懒的。
凤姐昨日晚间王夫人就告诉了他宝玉、金钏的事，知道王夫人不自在，自己如何敢说笑，也就随着王
夫人的气色行事，更觉淡淡的。
贾迎春姊妹见众人无意思，也都无意思了。
因此，大家坐了一坐，就散了。
    林黛玉天性喜散不喜聚，他想的也有个道理。
他说：“人有聚就有散，聚时欢喜，到散时岂不清冷?既清冷，则生伤感，所以不如倒是不聚的好。
比如那花开时令人爱慕，谢时则增惆怅，所以倒是不开的好。
”故此，人以为喜之时，他反以为悲。
那宝玉情性只愿常聚，生怕一时散了添悲；比如那花只愿常开，生怕一时谢了没趣；只到筵散花谢，
虽有万种悲伤，也就无可如何了。
因此，今日之筵，大家无兴散了，林黛玉倒不觉得，倒是宝玉心中闷闷不乐，回至自己房中长嗟短叹
。
    偏生晴雯上来换衣服，不防又把扇子失手跌在地下，将股子跌折。
宝玉因叹道：“蠢才，蠢才!将来怎么样?明儿你自己当家立事，难道也是这么顾前不顾后的?”晴雯冷
笑道：“二爷近来气大的很，行动就给脸子瞧。
前儿连袭人都打了，今儿又来寻我们的不是。
要踢要打凭爷去!就是跌了扇子，也是平常的事。
先时连那么样的玻璃缸、玛瑙碗不知弄坏多少，也没见个大气儿，这会子一把扇子就这么着了。
何苦来!要嫌我们就打发我们，再挑好的使。
好离好散的，倒不好?”宝玉听了这些话，气的浑身发颤，因说道：“你不用忙，将来有散的日子!”   
袭人在那边早已听见，忙赶过来，向宝玉道：“好好的，又怎么了?可是我说的‘一时我不到，就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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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儿’。
”晴雯听了冷笑道：“姐姐既会说，就该早来，也省了爷生气。
自古以[四]来，就是你一个人伏侍爷的，我们原没伏侍过。
因为你伏侍的好，昨日才挨过窝心脚；我们不会伏侍的，明儿还不知是个什么罪呢!”袭人听了这话，
又是恼，又是愧，待要说几句话，又见宝玉已经气的黄了脸，少不得自己忍了性子，推晴雯道：“好
妹妹，你出去逛逛，原是我们的不是。
”晴雯听他说“我们”两个字，自然是他和宝玉了，不觉又添了醋意，冷笑几声，道：“我倒不知道
你们是谁，别叫我替你们害臊了!便是你们的鬼鬼祟祟干的那事儿，也瞒不过我去，那里就称起‘我们
’来了?正明公道，连个姑娘还没挣上去呢，也不过和我似的，那里就称上‘我们’了!”袭人羞的脸
紫涨起来，想一想，原是自己把话说错了。
宝玉一面说：“你们气不忿，我明儿偏抬举他。
”袭人忙拉了宝玉的手道：“他一个糊涂人，你和他分证什么?况且你素日又是有担待的，比这大的过
去了多少，今儿是怎么了?”晴雯冷笑道：“我原是糊涂人，那里配和你说话呢!”袭人听说道：“姑
娘倒底是和我拌嘴呢，是和二爷拌嘴呢?要是心里恼我，你只和我说，不犯当着二爷吵，要是恼二爷，
不该这么吵的万人知道。
我才也不过是为了事，进来劝开了，大家保重。
姑娘倒寻上我的晦气。
又不像是恼我，又不像是恼二爷，夹枪带棒，终久是个什么主意?我就不多说，让你说去!”说着便往
外走。
宝玉向晴雯道：“你也不用生气，我也猜着你的心事了。
我回太太去，你也大了，打发你出去，可好不好?”晴雯听见了这话，不觉又伤起心来，含泪说道：“
为什么我出去?要嫌我，变着法儿打发我出去，也不能够。
”宝玉道：“我何曾经过这个吵闹?一定是你要出去了。
不如回太太，打发你去吧。
”说着，站起来就要走。
袭人忙回身拦住，笑道：“往那里去?”宝玉道：“回太太去。
”袭人笑道：“好没意思!认真的去回，也不怕臊了?便是他认真要去，也等他把这气下去了，等无事
中说话儿回了太太也不迟。
这会子急急的当一件正经事去回，岂不叫太太犯疑?”宝玉道：“太太必不犯疑，我只明说是他闹着要
去的。
”晴雯哭道：“我多早晚闹着要去了?饶生了气，还拿话压派我。
只管去回，我一头碰死了也不出这门儿。
”宝玉道：“这又奇了。
你又不去，你又闹些什么?我经不起这吵，不如去了倒干净。
”说着一定要去回。
袭人见拦不住，只得跪下了。
碧痕、秋纹、麝月等众丫环见吵闹，都鸦雀无闻的在外头听消息，这会子听见袭人跪下央求，便一齐
进来都跪下了。
宝玉忙把袭人扶起来，叹了一声，在床上坐下，叫众人起去，向袭人道：“叫我怎么样才好!这个心使
碎了也没人知道。
”说着不觉滴下泪来。
袭人见宝玉流下泪来，自己也就哭了。
    P396-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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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戚序本”是依据曹雪芹临终前手稿进行传抄而形成的一种抄本。
本书是历史上第一部以“戚序本”为底本，以早期“石头记”抄本为参校本进行校勘，并收八全部脂
砚斋批语的八十回本《石头记》，是《红楼梦》的一个新版本，研究《红楼梦》的必备书籍。
    戚序本受到一些有眼光的大家的肯定。
    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中所引之《红楼梦》原文，全部采用“戚序本”。
    周汝昌先生说：“戚本精妙，十分清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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